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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学人书法的喜爱，也是我个人书学观的体现。
我夙不喜书法的“职业化”，如果失去文化精神供养，所谓书法便剩为书写技法和视觉形式。
钱仲联序寐叟书法称：“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
特征，息息相关。
”这个说法或可以道出学人书法的真趣。
我有意收集学人书法，源于那次菖蒲河畔的拍场邂逅随园老人诗笺，虽然以前也曾关注并收藏一些文
人翰墨，但着意收集文人书法可以说是以得到随园诗笺为契机的。
在一次南下的列车上，我同香洲兄列了一份“候选名单”。
浩瀚文苑，心仪者尽归囊中，无疑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诚如叶德辉《游艺卮言》所谓“铭心绝品，过眼烟云，渴想梦萦，而必尽吾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
又云：“收藏书画，本为雅道，云烟供养，何等清福，乃至之生烦恼，济贪欲，是亦不已矣乎！
”故酷爱者难得一遇，即偶尔幸遇亦未必能遂愿获得。
然而透过“名录”，则可见我们对“文人书法”选择的倾向。
近三百年文苑善书者不计其数，而百或数十年之间，其风尚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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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袁枚（1716—1797）夏肥秋瘦随园翁　　友人来访，说在南池子那边一家“小拍”预展上发现一
件董其昌的山水册页，八万起拍，图录上虽标明“传”字，看气息却很对头，且有安仪周（岐）（《
墨缘汇观》）著录。
于是偕藿、蓉二斋前往参观。
菖蒲河畔，南池子口上，皇史宸西邻，一个叫做“皇城艺术馆”的地方。
展品多为油画，乃一对洋人夫妇所藏中国当代“早期油画”，传统书画仅几十件而已。
不过名头倒是不小，黄子久、王雅宜、张二水、仇十洲、祝枝山、马湘兰，个个了得。
那件董氏山水册，赫然展台之上，水墨纸本，计五页，王文治对题五开。
每叶钤有“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印。
那些所谓著录材料亦陈列其侧，除安岐《墨缘汇观》外，尚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其“董其昌
条”中的“签名”和“印章”皆有从是册中所录取者。
有此二物佐证确实能给人以不少的信心了。
然而细究笔墨，生硬造作，似去思翁甚远。
我忽然想到这一“传”字，实在用得高明，或许卖家（拍卖行）之诱饵也未必。
其一，有意标以“传”（传说之意）字，吸引招徕买家，迎合他们“捡漏”的心态。
其二，告诉你，此“传”你不妨理解“流传有绪”之意。
那么，这件“老充头”是安仪周走眼呢，还是旧时据其《墨缘汇观》的文字著录原本下的“蛋”呢？
　　我正思忖，却无意发现一组书翰小品，似同一藏家所出，有蒋仁、汪士慎、华新罗诗笺，何子贞
、王觉斯尺牍。
原为无锡沈梧（旭庭）所藏，沈在同光间，至今亦有百余年，笺有古气，墨华精神。
觉斯之侧竟是袁枚诗笺，不觉眼前一亮。
驻足其前，流连久久，似闻随园老人说话。
简斋的小楷，隽秀而饶奇趣，点画极见个性，袁枚自谓不会写字，他在“与西崖书”中称：“枚幼而
失学，到老握笔，如书生骑马，意态全非，自分此乃终身作门外汉矣。
”其实好就好在“不会”，那满纸尽是性情、自在和书卷气息。
　　归来，心心念念着随园诗笺，真可谓梦寐以求，周转难眠，耿耿于怀。
平常哪能像人家那样常能遇上柳如是、马守真的香泽丽笺啊，偶尔邂逅随园老人的手迹，其喜乐之情
也是难以按捺的。
　　翌日一早，约藿斋、江汁再来菖蒲河边。
拍场也很有趣，在一个叫“东苑戏楼”的小型剧场，虽是新修，却也有几分古香古色。
回廊小院，极是雅致，枣槐两树，虬枝老干，绿荫蔽日，可谓阅尽人间沧桑。
一进小院，顿有离世出尘之感。
“拍案”设在戏台之上，两边有抱柱楹联，朱家溍所书李笠翁句：有声画谱描人物，无字文章写古今
。
拍卖师手执红木小锤，俨然一副巡抚大人审案形状。
两边女侍站立，竞买者则坐在台下，台上台下，仿佛同演一出戏耳。
　　袁枚字子才，反过来便是“才子”。
袁枚何止才子，乾嘉之际的袁随园无疑是一位极具“先锋意义”于文坛的“边缘人物”。
据说他长得“颀而长”，清癯如鹤，广颡丰颐，仪表风流。
有趣的是，他晚岁自称袁丝，因为满头白发，乃借西汉时袁丝（盎）之名以为己用。
《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说：随园之雍容风雅，可称文坛中老成练达者。
　　《清史稿》中《袁枚传》称：袁枚字子才，钱塘人。
幼有异禀。
年十二，补县学生。
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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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金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
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
时海内举者二百馀人，枚年最少，试报罢。
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
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
枚不以吏能自喜。
既而引疾家居。
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
遂牒请养母。
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
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
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
⋯⋯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
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
士多效其体。
著《随园集》，凡三十馀种。
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
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
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稽获世讥云。
卒年八十二。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时期或不同“身份”的袁枚。
作为读书人，袁枚无疑要沿着传统的科考路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袁枚为官期间，却能“笑为民父母，痛痒真亲尝”，所以口碑不错，在江宁、江浦、溧水等地也有不
少政绩值得传颂。
而作为文人，总是有许多风雅乃甚奇异的逸事值得谈助的。
袁枚在江宁时，便曾经历一桩怪事，虽说荒诞，却也有头有脑，据沈起凤《杂记》记载：　　乾隆乙
丑，钱塘袁枚宰江宁。
五月十日，大风，白日晦。
城中韩姓女，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
村民询明姓氏，送还家。
女婚城东李秀才子。
李疑风无吹人至九十里者，明系奸约，借词控官退婚。
袁日：“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外者，汝知之乎？
”李不信。
袁取元《郝文忠集》示之。
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
梁家有子是新郎，辛氏负从钟建背。
”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
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楼榜天赐。
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
”李无以应。
袁又晓之曰：“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诓语？
但当时女竟嫁宰相，此女恐无福耳。
”李大喜，婚配如初。
制府尹继善闻之，曰：“可谓宰官须用读书人矣。
”　　天下事说来真是蹊跷，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恐怕也惟袁大人才能遇见这种奇事，而秀才断案，
难免书生意气，其结果却很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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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称奇道绝还能说些什么呢？
难怪要说他“所至有政声，判狱如神”（《清代学者像传》）。
　　乾隆十三年秋，袁枚三十三岁时，在南京购得隋氏织造园，易名“随园”，此后，着手修缮，植
树种花，好像在为自己的“退隐”之路始作准备。
“情虽殷于报国，志已决于辞官”（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启》），次年开春，袁枚便称病辞去江宁县
令，入庄随园。
袁枚辞退，有人说他效往哲高蹈，或谓明哲保身，我觉得，作为才子的袁枚，他实在是向往山水林泉
，不耐官场陋习，此际“随园”已初具气象，正契他性好自然的理想之境。
　　袁枚退居随园，一时，四方名士纷纷慕名而来，可谓不逊当年水绘之胜。
　　袁枚流连这种悠然闲适自由放纵的诗酒丝竹生活，如“野鸟孤猿”“寻花问柳”，访美论诗，品
鉴闺秀，如花美眷，春色如许，可不正是传说中旧时文人梦寐以求的生存状态吗？
　　清初的几位皇帝不能不说手段“英明”，一面搞“博学鸿词”，笼络天下学者名士，又对朝廷命
官，以高薪养廉，所以袁枚辞官后，手头的银两造个园子乐呵乐呵还是很自在的。
　　而同时，乾、嘉朝的“文字狱”亦是登峰造极的，对于大多知识分子来说，无奈无望的困顿之中
多少带有一种莫名的恐慌。
于是，遁隐消极于江湖无疑可以得到暂时的心灵慰藉；徜徉林泉，或埋首于故纸，所谓“乾嘉学派”
便是时代之使然，一时竟成学术之“主流”。
袁枚属于另类，他不是那种安心于考据的“旧式文人”，内心里满怀着诗人才子的激情，而对于他的
这种所谓“自由”的行为，朝廷也是可以任之由之的，名士书生，诗酒唱和；优伶美人，弄弄堂会，
卡拉OK，发发所谓“性灵”，既有助文艺繁荣，也无碍统治者权益。
所以，也是时代造就了袁枚。
　　袁枚崇尚“性灵”，他的这种学术主张或理念及其个性，深得当时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
子的拥戴。
袁枚一面倡导他的“性灵”，一边沉湎放逐的精神世界，这无疑也是一种态度，这种“边缘”立场，
可能要遭到那些自作多情而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们的讥诋。
　　然袁枚“性灵”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流露，脱尽“旧时文人”的陈腐虚伪，不能不说是极其可贵的
。
　　袁枚以《自题》评论自己的“性灵诗风”：　　不矜风格守唐风，　　不和入诗斗韵工。
　　随意闲吟没家数，　　被人强派乐天翁。
　　“随意闲吟没家数”正是袁枚的“个性”，姚惜抱称其“为学自成”（见《袁随园君墓志铭·并
序》），故他的不少律诗皆有“出格”行为，黄景仁所谓“兴来辞赋谐兼则”（《岁暮怀简斋太史》
）是也。
《随园诗话》中处处闪烁着袁枚的审美新见：　　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
艳。
（《随园诗话》四十二）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
，（《随园诗话》十八）　　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
（《随园诗话》六十六）　　袁枚主张“但肯寻访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并借杨诚斋的话来倡
导“解风趣”、“写性灵”的审美取向。
他曾在《随园诗话》（卷三）中批评王渔洋“修饰不主性情，观其每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
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
因此而发出“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的感叹。
　　当然，袁枚的影响可能更在他的美学主张。
但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其实也并没有将这一理想进行到底。
这可能与他一方面与来自“正统派”或“古典派”的压力作“论辩”消耗精力，一方面过于流连文人
和士大夫的酬和赋答，沉湎逸趣闲情有关。
　　对于他的这种“性灵”的个性张扬，当时的文坛政客和正统派们，如刘墉、章学诚、王兰泉便极
力反对，章实斋“薄之为清客，讥为假托文学，导欲宣淫”（见罗继祖《随园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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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有《丁巳劄记》云：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
人。
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人心风俗，大可忧也。
　　实斋对袁的指摘毫不留情，虽言有偏激，但随园的过度沉湎“性灵”确实为后世文人的“颓废”
开其先风。
　　王兰泉说他“往来江湖，从者如市，太邱道广，无论赀郎蠢夫，互相酬唱。
又取少年著录为子弟，矜新斗捷，杂芜纤佻”（杨锺羲《雪桥诗话》，见《清诗纪事》乾隆朝卷）。
　　其实，并时或后世诋袁者虽多，也是一言难尽的。
倒是林钧在《樵隐诗话》中说出了公道之言：　　随园、渔洋两先生之诗皆能各树一帜，在本朝自是
名家。
但两公诗均可看而不可学。
简斋主性灵，以天分胜也。
　　袁枚诗，虽多应景之作，但其间所流溢的情感却十分自然而真切。
而他的一些咏史杂诗，多以新见论史，往往翻案重评，颇能令人耳目一新。
袁枚的个性还在于，他的《随园诗话》中所录多为名不见经传的“野逸”诗人之作。
　　袁枚不讳言自己“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秋夜杂诗》），甚至公然宣称“袁子好味好色
”，并广收女弟子，不顾物议，为其刻诗宣扬。
　　袁枚“善于经营”，估计卖文鬻诗的收入不菲，所以随园才日益繁华，据称他死前“家产累至三
万金，一般文士和达官贵人是不可想像的”（见周本淳《小仓山房诗文集》前言）。
　　赵翼称其：“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读随园诗题词》）可谓知己之论啊！
　　袁枚性好交游，孙星衍说他“年逾耳顺，犹独游名山，尝至天台、雁宕、黄山、匡庐、罗浮、桂
林、南岳、萧湖、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窦，皆穷其胜。
舟车所过，攀辕授馆，疑古人复生”。
他曾于七十七岁那年自淮南归，过和州客次，住在迢迢谷东部的香泉，“为浴香泉水，停骖住历阳”
。
（为宋竹梧刺史题《清啸图》）读到随园的这首诗，自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可惜老夫子只在香泉泡了
个温泉，却未走进迢迢谷，探访一回戴鹰阿的行迹。
　　《随园诗话》有云：“香亭以余年衰，劝勿远出游山。
余书六言绝句与之云：‘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
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
一’这便是典型读书人的心态。
　　或许袁子才，真的只能有其一，不可有其二也。
袁枚实在是个一言难尽之人，一个可爱之人，有可爱之事可爱之文。
一部《小仓山房诗文集》足可寻绎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生存状态。
随园的文字不仅清逸雅致，且真切自然，其间极其生活化的作品不失文人之风雅和幽默，如《秋夜杂
诗》其序云：“余春秋三十八后，颇畏秋风，当之嚏不已。
形貌夏肥秋瘦，与时惨舒。
”所谓“夏肥秋瘦”，令人不禁失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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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世襄、余英时分别为此书初、贰集题写书名。
　　章诒和：世事观察越细，人性体验越深，许宏泉也不例外。
遍览溪水旁这棵树的枝枝叶叶，我发现里面藏着两个身影。
一个是知识分子：画国画，编刊物、做文章。
而笔墨之间透露出的，则是作者的丰富畅溢、敏感犀利与不伪情的人格。
　　陈丹青：他要是个古人的话，可能是个汉代人——无论东汉西汉。
我非常欣赏他文化独行侠的江湖气。
　　三百年杰出学人的书法盛宴；收藏与文化的两用辞典。
　　同类图书有两种货币：学术化或实用型。
本书则两者兼之，以文人书法藏品为引子勾划出的深藏其中的精微大义和奇妙的故事。
　　直观的展现出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简约不失严谨，无论有争议的还是引用原文的一律溯源，找
到原注或可靠凭证。
　　艺术修养性兼顾实用性、故事性，呈现方式生动。
　　一本收藏辞典，方便查阅与对比，书中选定人物不带政治偏见，而且大多是被遗忘却有着不可替
代贡献和地位的人，书法作品真实清晰，有长期的留存价值，引发读者对文人手迹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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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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